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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演讲提纲

张汝伦!

哲学的意义
与批判的价值
一!哲学的意义

"哲学有什么用# $%一个荒谬的问题

什么是哲学

哲学的定义和哲学的意义

哲学的起源

哲学追求什么

二!知性思维方式与哲学

科学与知性思维方式

哲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三!哲学与常识

什么叫"常识$

常识之不足

哲学是对常识的批判和超越

四!哲学的批判

什么是哲学批判

哲学批判的两个层面 &穿透表象 !把

握整体

为何"哲学有什么用$是个荒谬的问题#

与知性思维相比% 哲学有怎样的正当

性#

哲学是怎样对常识进行批判和超越

的 #

本版责编 谢怡华

哲学关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第

&'(#

期文汇讲堂听众回访

回访问题& 吴教授举了一些例子%说

明哲学是人人都有的思维方式%不是象牙

塔里的学问'那么您认为普通人的哲学与

作为哲学学科专业的哲学有什么区别#

长孙大盟!上师大哲学系硕士生"#我

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明这个问题(首

先%哲学是源于生活的( 哲学问题与生活

息息相关(比如吴老师提到的成都老太太

的例子%说明普通人也有哲学( 但不同的

是%普通人可能并不会意识到这是个哲学

问题(第二%哲学又是高于生活的(对于生

活中的许多现象%哲学工作者与普通人的

观点可能是不一样的(没有接受过哲学训

练%可能更关注于表象)而哲学工作者更

关注于表象背后的规律(

王泳桓!东方早报记者"#普通人的

哲学是一种生活的哲学%涵盖的范围非常

广%关心的问题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问

题( 而作为学科来说更加是一种研究对

象%关注的是特定的领域( 我个人平时也

会阅读一些哲学书籍% 以扩充我的知识%

但我对于特别限定领域的问题%就觉得跟

我关系不大(

回访问题&吴教授提到雅斯贝尔斯的

轴心时代% 不同民族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导致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哲学和文化(那

么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里%你认为不同文

化之间如何做到和平共处互相理解包容#

屠蓉!项目经理"&我认为我们应该探

寻出各种文化中普世性的东西( 比如说%

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康德的道

德律令!基督的"爱人如己$之间都有类似

的地方( 其实人和人之间毕竟还是相似

的%我们应该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共通之

处%而不是强调差异%这样才能有对话和

理解的可能性(

回访问题&吴教授认为当今中国道德

价值缺失的问题%不能通过照搬外来价值

来解决%这样的方式属于外部反思%不能

深入到实质( 那么您认为%当今中国社会

需要通过何种标准来约束和规范自身#

陈薇!基层党组织书记"#我们应该弘

扬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时也要持守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的一些理念( 这
%)

年来的改

革开放使我们忽视了道德建设%但现在已

经越发关注这个问题了( 就家庭来说%我

们都需要家风%国家也是如此( 我想我们

需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既包

括传统道德%也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尹正!教师"#历史表明%照搬西方的模

式肯定是行不通的%必须要跟我们的实际

国情相结合( 至于这种模式究竟是什么%

我不能确定%我认为这还需要探索%需要

从各方取长补短%并与本土相结合(

回访问题&吴教授认为哲学能够帮助

我们发现和深入阐释中国社会现实%从他

的角度出发%他认为马克思的揭示有很大

的作用%同时也认为其他哲学也有一定的

借鉴作用( 那您的推荐是什么#

长孙大盟!上师大哲学系硕士生"&我

十分认同吴教授的观点( 因为在我看来%

马克思能够最紧密地与我们的传统文化

相契合(马克思的终极关怀与中国哲学的

关怀是相同的)而其关系的社会现实问题

与中国哲学也是相关的(其他的西方哲学

难免与我们的社会现实相脱节(

屠蓉 !项目经理"# 这样的哲学非常

多( 比如存在主义关心人的生存问题%体

现对人的关怀% 这点就很值得我们借鉴(

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从古希腊以来的西

方哲学传统中学习到批判性思维%使我们

建立起独立思考的习惯% 不盲从于习俗(

这点对于民族命运来说十分关键(

文汇讲堂 谢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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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复旦大学教授吴晓明做客东方讲坛%文汇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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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我们的

时代#演讲集第一场!主讲'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 讲座结束后!文汇讲堂栏目组

择取了来自现场观察团的高校哲学专业学生和普通哲学爱好者两组听众! 分别进行了

回访$

天真 较真 认真
)))张汝伦印象记

!

月
'

日% 上海下起了难得的大雪%

复旦大学光华楼前寥无人迹%寒风中雪花

飞舞%我们约了采访张汝伦教授(

张汝伦%我并不很陌生(

#''%

年%上海学者王晓明等发起"人

文精神大讨论$%张汝伦就是发起者之一%

当时作为华师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我全程

参与了记录% 见识了
$*

岁的张汝伦指点

江山的激情)

!*#*

年%文汇报理论部和新

媒体发起 "文汇学人$专版研讨%

+&

岁的

张汝伦决绝地说& 学术文章就是要长%看

不懂的人就不要看( 作为发起者%我记下

了这句话和他的表情(

"您自己如何评价自己# $

这个问题是在例举了三种外界评论

后提出的%

#+

秒的沉默 ( 接着是一声长

叹( 而之前%几乎每个问题都能让张老师

说到"我就是不明白现在的学生为何这么

功利%没用的东西都不学**$那时%他的

声音就会升到高八度%双眼一瞪%恨不得

他来替这些人活过这一生)而当他回忆或

描述一件事情时% 又极为生动或深情%谈

到插队时的安徽大水"一寸寸涨起来$%你

眼前仿佛就出现了
%,

电影的镜头%想来

上他的课%就是这样被感染着带进苏格拉

底+康德或尼采的气场)而说到国际交流

场合时%他总要冒出几句地道的上海话表

示荣誉之重要(

在交流了自我评价后%我们的采访也

渐渐有些沉重和些许悲壮%因为谈到了哲

学之用(

-*

分钟的采访一直拉到了
.!*

分

钟(走出光华楼时%天完全黑了%寒气更逼

人(我倒走在寒风中%脑子里闪过三个词&

天真!较真!认真(

子曰&六十而耳顺%就是能听得进各

种意见( 张汝伦今年刚入花甲年%可是他

并不能从心里"宽容$各种活法%尤其不认

同把物质和实用看得过高的一切事物%南

方人物周刊记者在听了张汝伦两年的哲学课

后%发表了,张汝伦&狂者的世界-%曾这样描

写&科学是硬心肠的!技术是冷冰冰的%这世界

需要一点人文精神( 张汝伦嬉笑怒骂!苦口婆

心!翻来覆去讲的%也就是这些(他试图将已被

时代抛弃的就词语&理想!道义!崇高!生命的

意义**重新植入人心( 他反复告诉学

生&生命不等于生计%生命的本质是自由(

所以%张汝伦自我评价是个"天真$的

人%至今仍恨丑恶的一切%也无谓别人称

他是"老愤青$%他说%学哲学就是需要"天

真$%才能追梦%这个天真本质上是理想主

义者的代言(

正因为骨子里的天真%张汝伦在常人

眼里有些较真( 对学生%他夸奖复旦学子

个个聪明% 但更愿考
/01

%"一个教室里

一百个人%只有
+

个看过茨威格的,昨日

的世界-%几乎没人知道雪莱的,伊斯兰起

义-%没人看过拜伦的,唐璜-%当然,哈利

波特-是看的( $当他感叹校外成人风雨无

阻来听他的哲学课时%就觉得复旦的学子

不该那么实用主义%"这样%人会变得愚蠢

的$)对于同行%他曾感慨&有谁一周能看

书
&*

小时#采访那天%他去了复旦的图书

馆%几乎没人在那里看书
2

"连教授都不去

图书馆看书了%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他

的这些理论感动了管理员们%也对看书的

人少感到几分忧虑(

较真是对别人的%而认真是对自己的(

从西方哲学转到中国哲学% 张汝伦

开的课算是多的( 有些课总要反复上%可

是每次他都要重新备课%在说自己每门备

课笔记不会少于十万次时%他强调求的是

自己内心的尽力%有学生和张汝伦的夫人

说%"师母% 张老师中气十足地上
%

小时

课%我们听得筋疲力尽%因为信息量太大

了%记不下来( $我翻阅了了北京大学出版

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中张汝伦的,现代西

方哲学十五讲-% 在导论中谈到什么是哲

学时% 除了例举历史上的几种说法外%张

汝伦指出%很多人没有注意哲学的存在性

质%继而从存在论角度提出了黑格尔强调

的时代性%一直引述到马克思%又上朔到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这几乎是 "张氏$风

格% 他总能从自己储存的知识菜单中%信

手拈来地引用各个时代哲学家的言论(受

留学德国时教授的影响%他希望自己能开

不重复的课程(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

我要求)说到他数量众多的书时%他笑笑%"不

算什么($在他看来%应出版社要求成册的书并

不是他的"嫡生$%他希望有一本时间写得长一

点的书( "当学生白发苍苍时%回忆起来说%

张汝伦是不断有新的写法的( $

"我就是个认真的人( $张汝伦这样评

价自己( 为此%他希望在他国学者面前能

表现出中国学者的有质量和修养%他希望

自己朝着"学贯中西$的目标努力%他希望

哲学家提供给世界的另一种解释能让更

多的人理解(

这样的认真会累吗#又回到张汝伦的

自我评价里%哲学是一种追梦%是理想主

义者的事业(张汝伦喃喃道&"尼采和弗洛

伊德把人的非理性和欲望一面看得如此

通透% 但他们还是在说着做着些什么%总

是觉得还有意义才这样( $此时%我耳边响

起张汝伦给学生上黑格尔的,小逻辑- 前

朗读的海德堡大学的开讲词&追求真理的

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

第一条件%人应该尊重自己%并应自视配

得上最高尚的东西(

文汇报记者 李念

漂泊的诗歌寻找人类精神家园
在我们这个快速消费的时代% 我们将

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灵# 全球化语境中% 同

样面临思想危机的欧洲如何寻找到人类的

精神家园#

-)

年代的朦胧诗人杨炼旅居世界各地

二十余年来% 足迹遍及欧! 美! 澳洲各个角

落% 始终坚持中文创作( 他的原则是& 以生

存方式的简约% 换取精神宇宙的不断丰富(

杨炼的作品以诗和散文为主% 兼及文学与艺

术批评( 其诗集十种! 散文集二种! 与众多

文章已被译成二十余种外文% 在各国出版(

他不停参加世界文学! 艺术及学术活动% 被

称为当代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声音之一(

$

月
&

日下午% 他将做客第
3#

期文汇讲堂%

以一个诗人的角度为大家带来演讲...,漂

泊的诗歌寻找人类精神家园-% 活动时间为

下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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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将出任对话嘉

宾进行一场文化+ 思想的对话( 报名网页

为
4556788999:94;:<=8>4?>4@=8AB@=C5@=C8

( 谢

绝电话报名和现场报名% 额满为止( 演讲

前+ 后均有文汇讲堂公众微信提问% 敬请

关注( 演讲经过编辑后也将上线文汇网视

频和文汇微电台(

!"期预告


